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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宝藏 

甲骨文活化利用和普及传播在路上——国家图书馆近期相关工作纪实 

 赵爱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2019 年 11 月 1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甲骨文发现 120 周年座谈会上，国务院副

总理孙春兰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致甲骨文发现和研究 120 周年贺信，并对下一步工作

提出要求，其中指出“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贺信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化甲骨文研究和应用”“要推进活化利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作为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批示和贺信精神的重要举措，2020 年 11 月，中宣部、教育部、

国家语委、文化和旅游部等八部门开始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工程设立

5 大计划、11 项重点任务。其中第 3 大计划“古文字与中华优秀思想文化传承计划”下设专

项任务：“活化利用研究成果，传播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家图书馆积极申报加入古

文字工程，2021 年 5 月正式入选第一批古文字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单位，为 16 家平台建

设单位之一。国家图书馆确定古籍馆为具体负责部门。2021 年 11 月，古文字工程下发 2021

—2025 实施计划，国家图书馆除作为负责单位开展甲骨文、金文、古文字稿本 3 个项目研

究外，也与其他平台单位共同开展“古文字文物活化宣教活动”“古文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研学实践”“古文字系列文创、社教产品研发”3 个项目。 

甲骨文是当之无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充满古人造字智慧的甲骨文带给国

人的不仅是历史的厚重，更因为其传承 3000 多年未间断，而成为“真正的中华基因”和中

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国家图书馆甲骨藏量居世界首位，有开展甲骨整理研究和普及

传播的资源优势，也有开展展览展示和社会教育的优质平台，历来重视馆藏甲骨的整理揭示

和普及传播。近年来，更是积极落实总书记指示批示和贺信精神，着力推进古文字工程建设。

除了积极开展研究项目，也在甲骨文活化利用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刚刚过去的

2021 年取得了丰硕成果。2021 年，国家图书馆主要开展了“甲骨文渊”甲骨文创意开发项

目、与阅文集团联合推进的“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两大活化利用项目。常设的“甲骨文记

忆展”除继续在典籍博物馆展出外，也继续走出北京，到重庆、浙江绍兴、新疆乌鲁木齐等

地巡展。 

一、“甲骨文渊”甲骨文创意开发项目 
“甲骨文渊”甲骨文创意开发项目为国家图书馆国图创新文化服务公司与北京杰外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合作项目，依托国家图书馆宏富藏品，打造文化科普 IP“甲骨文渊”，策划

推出甲骨文渊、云游山海等创意展览及甲骨文渊视觉图库等。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为项目提供

甲骨文素材及专家咨询，为“甲骨文渊”LOGO 图案以及“四方风甲骨”释文和解读、甲骨

文十二生肖等相关设计文案作学术把关，以及为“甲骨文渊”创意展选择甲骨展品并审核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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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品、展板文案等。 

 

 

 

 
图 1 “甲骨文渊”图库部分设计图案 

 

2021 年 7 月 17 日，“甲骨文渊”甲骨文创意展在西安大悦城开幕，共展出 10 片仿制

馆藏甲骨及甲骨文创意产品。笔者在展览现场为在场观众做了“甲骨概述与国家图书馆藏甲

骨鉴赏”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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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甲骨文渊”甲骨（复制件）展品表 

序号 藏号 材质 说明 

1 4454 龟甲 完整龟腹甲，最早的关于冰雹的记载 

2 5014 牛骨 有吉祥语：“帝授祐” 

3 5509 牛骨 记载日食（或说日有异） 

4 5647 牛骨 商代已开始用“祀”纪年：“惟王八祀” 

5 6006 牛骨 记载商代世系，可与《史记》印证 

6 12789 牛骨 四方风甲骨 

7 14445 牛骨 卜问王畿及东南西北四土有好收成 

8 14546 牛骨 较完整牛肩胛骨，连续卜问当天有无灾祸 

9 16810 牛骨 习刻，记载六十干支表 

10 19603 牛骨 
较大骨片，字漂亮，记载商王出行，当天“大采”

（大概相当于早晨卯时）下雨 

 

图 2 “甲骨文渊”甲骨文创意展海报 

 
图 3 “甲骨文渊”甲骨文创意展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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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21 年 7月 17 日西安大悦城“甲骨文渊”甲骨文创意展现场 

目前“甲骨文渊”图库已经进入商业应用。图案元素为李宁“神秘的文字”系列童装产

品设计吸收；也与支付宝达成合作，2021 年 12 月 9 日在支付宝平台上线两款甲骨文付款码

皮肤。甲骨文元素通过服装、电子支付走向百姓日常生活，这是非常好的甲骨文知识和文化

普及。2021 年 12 月 22 日，笔者参加李宁“神秘的文字”系列童装新品发布会。发布会别

开生面，李宁 YOUNG 设计师盖胜男和笔者就“神秘的文字”话题展开对话交流；发布会还设

计了与在场媒体记者一起写甲骨文“年”字环节，虽是商业发布，但也取得了很好的甲骨文

普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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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甲骨文主题电子支付界面示意图 

   
图 6  2021 年 12 月 22 日李宁“神秘的文字”系列童装新品发布会现场及服装图案 

 

二、国家图书馆与阅文集团联合开展“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 
2020 年 8 月，国家图书馆与阅文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议，除了共建 “国家图书馆互联

网信息战略保存基地”，让优秀原创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国家图书馆外，也开展原创文学推广、

阅读服务创新、文化创意开发等方面的合作。 

2021 年春节期间，双方开展了“福”字壁纸定制活动，社会反响强烈。截至 2 月 22 日，

微博平台阅读量达 1100 万，话题量 8306.8 万，讨论量 3.4 万，“福”字壁纸领取量达 120

余万。 

2021 年年底，为迎接 2022 年新年，国家图书馆与阅文集团又发起了“甲骨文推广公益

项目”，开展“2022 阅字如愿”新年祝福关键字测试互动游戏、“万物俱有形，甲骨会说话”

甲骨文主题微小说征文、甲骨文+网文跨千年展等。 

国图古籍馆根据阅文集团需求，为此次系列活动提供了相关素材，包括 50 个甲骨文创

意用单字、3 则甲骨发现和发掘故事素材、20 片国图藏代表性甲骨选目及文字说明。其中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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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甲骨（藏号 5396、12789）图片被用在了此次活动各种海报等场合。 

选择提供的 50 个甲骨文单字或词如下： 

风物、感情类： 

雨、雪、霾、风（借同音象形“凤”字） 

山、水、日、月、星、虹（双头动物形象） 

烟火、情绪类： 

心、火、气、高、兴、羞、乐 

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龙、蛇（用甲骨文“它”字）、马、羊、猴（用甲骨文“夒”

字）、鸡、狗（用甲骨文“犬”字）、猪（用甲骨文“豕”字） 

江河、节气类： 

河（甲骨文指黄河）、岳（山岳）、年（人顶庄稼庆祝丰收形象）、元、旦、春 

吉祥类： 

吉（卜辞常见：大吉、引吉）、祥（借甲骨文“羊”字）、若（顺遂义，跪坐之人理顺

头发形象；卜辞常见：帝降若）、小-康、亡-尤（无忧，通假字）、受祐（保佑） 

其他： 

家、飨（二人跪坐相向食器进食，可借为“乡”）、饮（站立之人吐舌朝酒坛形象）、

寅（干支，寅虎） 

用上述甲骨文字和图片做各种创意设计，及微小说征文活动过程中，我们与策划方保持

沟通，随时指出设计中对甲骨文构形和构意理解的错误和偏差，并提供可靠的工具书和网络

资源供参考，力求活动各环节不出现知识性错误。 

2022 年元旦前夕，“2022 阅字如愿”网络互动小游戏正式发布，迅速成为朋友圈转发

的热点。网民在互动过程中，学到了“虎”“犬”“贝”“吉”等甲骨文，感受到了甲骨文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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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微小说征文海报与“2022 阅字如愿”互动游戏界面 

          
图 8  “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海报      图 9  征文展示页截图 

 

2022 年元旦，甲骨文+网文跨千年展在天津津湾广场“国图·津湾文创空间”正式开幕。

展览主要由“祈福之河” “文字飞瀑”和“甲骨文+网文故事银河”组成，总长超过 100 米。

也展出了国图藏甲骨复制件 10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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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国图空间”楼前的祈福文字长河 

元旦当日，甲骨文微小说征文作品 60 篇也以“焕活甲骨文：古字新说”为名在阅文集

团旗下起点读书、QQ 阅读两大客户端正式上线。征文活动吸引了 2200 多人参与，约 7 成

是 90 后和 00 后创作者，可见古老甲骨文的不朽魅力。60 篇微小说是从 2571 篇征文作品中

遴选出来。在 2571 篇征文作品中，既有关于前沿未来的科幻题材，也有来自中国远古的神

话故事，既有家国天下的历史情怀，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题材。在一个个融合了现代想象与

历史底蕴的故事里，每一个古老的文字，都被赋予了灵性和温度。其中 95 后阅文作家见异

思剑的作品《家镜》，以“若”字甲骨文字形“ ”为创作源泉，巧妙把甲骨文“若”字字形

融入故事中。小姑娘因头发好入学时老师给起名“若若”，奶奶也得知“若”有“顺遂”之

义。从此奶奶就经常给孙女梳头发，表现出奶奶爱护孙女，希望孙女顺利成长的美好愿望。

最后巧妙的转折式结尾，表现出孙女对刚去世的奶奶的思念之情。浓浓的祖孙亲情、巧妙的

故事构思、甲骨文“若”字的恰当融入，都说明这是一篇非常成功的征文。如果专家释读出

来的每一个甲骨文字，都有这样优秀的故事去阐发，甲骨文化的普及将会大大提升。 

 
图 11  嘉宾为“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揭幕 

2022 年 1 月 5 日，“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主题发布会在“国图·津湾文创空间”举

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军，阅文集团副总裁、总编辑杨晨等出席发布会。古籍馆副馆长陈

红彦以及笔者参加了发布会。张军副馆长在致辞中指出，这是一次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学的碰

撞。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扩大古文字文化的传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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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性发展，展现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 

发布会上陈红彦与杨晨共同为阅文集团白金作家孑与 2 颁发了“古文字唤醒者”证书。作

家孑与 2 专门为此次“甲骨文推广公益项目”创作了微小说《家之初》。故事以上古为时代

背景，讲述了儿子独立成“家”的故事，其中融入甲骨占卜、甲骨文“父”字和“家”字构

形元素，尤其巧妙地把国图藏四方风甲骨的 4 句刻辞化为祈祷的祷辞，非常成功。 

 
图 12  颁发 “古文字唤醒者”证书 

发布会现场还举行了“甲骨文与网络文学的跨千年交汇”对谈沙龙，按照活动安排，笔

者与作家孑与 2 以及主持人五月，进行了一场跨界对话，共同探讨文字与故事的流变。笔者

首先介绍了甲骨文发现 120 多年来，4500 个左右的甲骨文单字，目前释读出了 1500 个左右。

为了促进甲骨文字的进一步释读，中国文字博物馆等设立甲骨文字释读专项奖金，突破性的

释读 1 字奖励 10 万元。同时指出，虽然从数量上看，目前已被释出的甲骨文字好像非常少，

只有三分之一，但实际上剩下的三分之二大部分是人名或地名，不像有明确含义的名词、动

词可以去分析，这需要甲骨文专家的进一步努力以及新材料的发现。不过，目前已释读出的

1500 个左右的甲骨文单字，阅读现在发现的甲骨上的内容已经基本没有障碍。 

 

图 12  沙龙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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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网络文学作家，孑与 2 先后完成了《唐砖》《大宋的智慧》《明天下》《汉乡》等

作品，他的最新一部小说《我不是野人》，所描写的时代恰好与甲骨文行用的时代有所关联。

对谈中，孑与 2 指出，中国文化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它的一脉相承，而网络作家正是文字的最

终受益者，网络作家也是使用汉字最多的一批人。甲骨文是目前所知中国汉字源头，几千年

间传承未断，而网络文学则是目前最活跃的汉字应用。如果说汉字发展是一条长河，甲骨文

就是河之源，网络文学就是河之尾。可谓对本次沙龙进行了点题。 

跨界交流更容易碰撞出火花。“网络作家是使用汉字最多的一批人”，这个观察角度可

能很多人都不会注意，语言文字专家也很少会去关注。在历史上秦汉之交汉字使用频率大幅

提高的时代背景下，汉字字形演变发生了大变革，也就是文字学家所说的“隶变”，由此也

成为了古今汉字的分水岭。现在网络文学飞速发展，每个作者日更两三千字的创作速度，会

不会给汉字和汉语发展也带来大变革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谈中，笔者应主持人五月之请介绍了国家图书馆代表性甲骨，也是活动现场无处不在

的“四方风甲骨”。笔者首先跟大家分享了此片甲骨因为过于完美、早期曾被误以为伪刻的

佳话，然后指出这片甲骨内容可以与传世文献《山海经》的记载相互印证，是王国维“二重

证据法”的另一典型代表。 

对谈最后，笔者总结指出，年轻人喜欢甲骨文，用它来进行创作，对传统文化有着很好

的宣传和推广作用。甲骨文是中国人文化自信很好的源泉，因为这是蕴含着我们祖先的智慧

的结晶。希望网络文学能继续关注甲骨文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继续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中寻求创作源泉，通过作品向中国人传播优秀文化，也通过网络文学的魅力，把中国文化传

向世界。 
三、参与相关工作的感想 

作为甲骨整理和研究者，看到甲骨文通过潮流服装、电子支付、网络文学等，以生动活

泼、喜闻乐见形式走向百姓日常生活，尤其是走到了年轻人群体中，真是非常欣慰。互联网

等新的技术和业态为甲骨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包括网络文学在内的各种可能。古文字与中华文

明传承工程专门规划了甲骨文的的活化利用，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应该抓住机遇，让甲骨

文研究成果更主动地去拥抱互联网等新技术业态，做好成果转化和普及传播。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甲骨文活化利用必须建立在严谨、准确的基础之上，在严谨、准确

基础上再考虑活化、考虑创新。这也是笔者参与几个活化利用项目，与设计方沟通过程中不

断提醒的。甲骨文化的普及与传播是一件好事，尤其是经过互联网能实现几何级的扩大传播，

但是传播一个不准确的或者不严谨的知识，那由此产生的负面作用也是几何级的。严谨、准

确绝不意味着僵化，绝不意味着压缩了艺术创作和创意设计的空间，笔者相信一定有一个严

谨与活化的平衡点。 

在天津参加“甲骨文与网络文学的跨千年交汇”对谈沙龙期间，与孑与 2 及起点中文网

诸位老师对网络文学发展交流较多，作为网络文学的门外汉，第一次对网络文学有了更多的

深入认识。当听到中文网络文学现在东南亚、欧美都很流行，非中文语种网民在线“追更”，

更有网站把中文网络小说翻译为英文供欧美读者阅读。中国文化就这样自然而然、悄无声息

地走出了国门，这也许就是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变化吧。希望甲骨文的活化利用能搭乘网络文

学扬帆海外的大船，把有中国特色的古老甲骨文带向全世界。 
 


